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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高考语文冲刺复习：词语理解运用

语言文字运用（词语理解与运用）

【考情分析】

词语（成语）的理解与运用重点考查学生对学生成语的正确使用能力。考查的范围有：

词性、词义轻重、感情色彩、习惯用法等多方面，所考词语，绝大多数是教材中出现过的词

语。考查的要点是常用易混近义词的辨析与运用，常用易混同音异义词的辨析和运用，成语

和关联词语的辨析运用；词语辨析与选用的原则是“词不离句”，要先理解语境意义再关注

词语意义。

【温馨提醒】

近两年的高考语文全国卷中出现的语言文字运用新题型，涉及汉语中多个层面的语言现

象，例如，助动词、疑问代词的使用，重叠等词法操作，某些特定句式的意义等。

1.对词语使用的考查

【例 1】下列句子中的“能”与文中加点的“能”，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023 年

语文全国乙卷第 17题）

A.她尽量高高地跳起脚尖，希望车厢里的人能看见她的脸。

B.我们班同学就数他能说，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C.新颁布的控烟条例规定，绝大多数公共场所都不能吸烟。

D.以前这条小河上没有桥，人们只能涉水而过，非常不便。

本题涉及助动词的分类问题，助动词在很多语言的研究中都备受关注，它们的表现有很

多跨语言的普遍性，也有各语言的个性特点。同一个助动词常常具有多样的句法分布和语义，

作为助动词的“能”有以下几种常见的类型。

a.动态助动词，表示有能力完成某种事件，例如，“我们能克服现在的困难。”

b.道义助动词，道义上的许可，表明某种行为符合社会规范、道德、习俗等，例如，“你

不能在公共场所吸烟。”

c.认识助动词，表示具有某种可能性，例如，“现在天气这么好，怎么能下雨呢。”

d.表示“擅长”，例如，“我们这些人里，数他最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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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材料中加点的“能”所在的句子为“郭老头能吃饭，斤半烙饼卷成一卷，攥在手里，

蘸一点汁，几口就下去了”，这里的“能”属于 d 类，表示“擅长”，“郭老头能吃饭”表示

郭老头在吃饭上有过人之处，饭量很大。此处的“能”可以被“很”“非常”等程度副词修

饰［1］，例如，“郭老头很能吃饭”，而其他三类“能”不可以，这是 d类“能”在形式上区

别于其他三种“能”的地方。

四个选项中的“能”可分为三类，A项和 D项的“能”属于 a类①，表示有能力做某件

事，例如，A 项中的“她”希望车厢里的人有能力看到自己。B 项中的“能”属于 d 类，句

子中的“数他能说”以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表明“他”十分善于表达。C 项中的“能”

属于 b类，其中绝大多数公共场所不能吸烟的禁令基于控烟条例，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因

而可以判断其中的“能”属于道义许可的类别。

这道题通过给“能”分类的方式考查学生对常用助动词的理解，学生无须精确分辨每个

选项的“能”属于哪一类，只需要调动自己的语言能力，将选项与文本中的句子一一比较，

找出同类即可作答。题目的难度不大，但要求学生对自己掌握的语言知识有所思考和分析，

呼应课程标准中“将积累的语言材料和学习的语文知识结构化，将言语活动经验逐渐转化为

具体的学习方法和策略，并能在语言实践中自觉地运用”的课程目标。

【例 2】下列句子中的“谁”和“耳机一戴，谁也不爱”中的“谁”，意义和用法相同

的一项是（2023年全国语文新课标Ⅱ卷第 20题）

A.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B.生活中谁都需要表达和交流。

C.我本来是跟他开玩笑的，谁知道他竟然生气了。

D.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本题涉及疑问代词的用法，在汉语中，疑问代词所在的句子有以下几种常见的类别

［2］。

a.疑问，例如，“张三请了谁。”

b.虚指（存在量化），例如，“张三肯定请了谁。”

c.任指（全称量化），例如，“张三谁都请了。”

d.承指，例如，“张三请谁，李四就请谁。”

本题中的 A、D 两个选项都属于 a 类。B 项属于 c 类，意为“生活中所有人都需要表达

和交流”，具有全称量化的意义。C 项显然不属于 b、c、d 类，从形式上来看，它是疑问句，

询问的是知道“他”生气的人是谁；但与疑问句不同，它不要求回答，也不指称命题的集合，

整个句子表达的意义是“谁也没料到他会生气”，可以视为一个反问句，也有学者认为“谁

知道”可以视为一个整体的习用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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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以疑问代词为考查内容，有望引起学生对相关语言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学生在日常

语言生活中对疑问代词的认识可能主要限于 a类，但本题要求他们分析、思考疑问代词的其

他用法。对于题目给出的四个选项，学生可能无法给出准确的分类，但其中除了答案选项，

其他三个选项都可以认为是疑问句或反问句，“谁”的用法与题干给出的“耳机一戴，谁也

不爱”有明显的差别，题目难度不大，学生可以通过比较来确定与原句属于同一类型的是哪

个选项。

2.对词法的考查

【例 4】文中有三个重叠形式“处处、微微、早早”，说说它们与“处、微、早”相比，

语意上各自有什么不同。（2023年全国语文新课标Ⅰ卷第 20题）

本题涉及汉语中很有特点的重叠现象，题干中给出的三个语素“处、早、微”所指称的

内容各不相同，它们重叠后发生的变化也不相同。“处”指称地点，重叠后具有全称量化的

含义，即表示“每一处”，而“微”与“早”的重叠则表示程度加大。学生理解原本的三个

语素以及重叠后词语的意义，通过比较即可得出答案。这道题并不要求学生回答指称不同带

来的重叠意义的区别，也不要求学生回答出“周遍义”“全称量化”等专业术语，因此题目

难度得到了控制，考查范围没有超出课程标准的规定，同时能够引导学生思考指称、词性与

重叠的关系，进而对汉语的语言现象有更深入的理解。

3.对句式的考查

【例 4】下列句子中画横线部分与文中画横线部分的语句，用法和作用相同的一项是

（2023年语文全国乙卷第 18题）

A.稗子的叶很像稻叶，但稻子是稻子，稗子是稗子，要分清楚。

B.说话办事一定要公私分明，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公器私用。

C.从今以后，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D.瞧那个小姑娘，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真是个美人胚子。

汉语中的“A是 A，B是 B……”是一种颇具特色的结构，它一般可以表达两种意义。第

一种表示区别，即 A、B等属于不同事物，毫无关联，例如下面的 a句；第二种表示 A、B等

事物均具有符合自身要求的良好特质，例如下面的 b句。

a.诸位放心，从此她是她，我是我，再也不吵嘴。（老舍《骆驼祥子》）

b.二妹妹你大概也看见过，太仆寺街齐家的大姑娘，模样是模样，活计是活计，又识文

断字，又不疯野……（老舍《离婚》）

a 中“她是她，我是我”表示“她”与“我”不再有任何关系。b 中“模样是模样，活

计是活计”表示这位姑娘相貌端正，心灵手巧，模样和活计都很好，并不强调二者之间的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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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语句为“浑身的衣服，袖子是袖子，领子是领子，一个纽扣也

不短”，这里“袖子是袖子，领子是领子”表示袖子和领子打理得干净整洁，属于第二类用

法。选项中 A、B、C均属于第一类，表达的含义是二者没有关系。

本题采用“A是 A，B是 B”作为考查内容，学生在日常的语言生活中可能对此缺乏关注，

初看题时可能会有困惑。但题目中的选项只表达两种意义，且每个选项中“A 是 A，B 是 B”

句式的用法都十分典型，语境也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可供判断，因此题目难度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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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知识】

01 词语的辨析角度

1.词义轻重不同。例如：“称道”和“称奇”，前者是称述、称赞，后者是称赞奇妙。可

见“称奇”比“称道”语义重。

2.范围大小不同。例如：“目前”和“日前”，前者指说话的时候，后者指几天前。由此

可见“日前”的时间范围更大。

3.搭配的习惯不同。例如：“坚定”和“坚强”，前者常和“立场、方向”等词语配合，

后者常和“性格、意志”等词语配合。

4.语体色彩不同。例如：“该”和“本”，前者是指示词，多用于公文，后者是指自己方

面的，多用于口语。

5.感情色彩不同。例如：“臆造”和“编造”，前者指凭主观的想法编造；后者的意思：

①把资料组织排列起来（多指报表等）；②凭想象创造（故事）；③捏造。“臆造”是贬义词，

“编造”是中性词。

6.具体与概括的不同。例如：“衣服”和“衬衫”，“衣服”是概括性的，指所有衣服，

而“衬衫”是具体的，可以指长袖衬衫或短袖衬衫，男式衬衫或女式衬衫等。

02 感情色彩与语体色彩

1.按词语的感情色彩分，词语可以分为褒义词、贬义词、中性词，要注意在特定的语境

中出现的褒词贬用、贬词褒用的现象。

2.按词语的语体色彩分，词语有口语、书面语、文学语言、科学术语之分。口语，通俗

易懂，适合谈话时用；书面语，庄重、文雅，适用于书面表达或正规、庄重的场合；文学语

言，讲究生动形象；科学术语，讲究简明、准确、严密。

03 常见的关联词

1.并列关系：句子中几个分句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并列的，没有主次之分，各个分句分别

说明几种相关的情况，或表示一件事的几个方面。常用关联词语有：“既……又……”“不

是……而是……”“一边……一边……”“ 一面……一面……”“有的……有的”“那么……

那么”。

2.承接关系：句与句之间表示几个连续动作，或先后发生的几种情况，它们前后承接，

不能颠倒。例：“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支缝衣针，烧红了，弯成鱼钩。”这种句子一

般不用关联词语，有时会用上“于是”“先……再……最后……”。

3.递进关系：后面分句的意思比前面分句的意思更进一层。常用关联词语有：“不

但……而且……”“不光……还……”“不仅……也……”“不仅……而且……”“不但……

还……”“何况”“而且”“况且”“尤其”“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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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折关系：前一个分句说了一个意思，后一个分句不是顺着前一个分句的意思说下来，

而是作了一个转折，说出的意思和前一个分句完全相反或相对。常用关联词语有：“虽

然……但是……”“尽管……还……”“可是”“但是”“却”。

5.选择关系：几个分句分别说出几件事情，需要从中选择一件。常用关联词语有：

“是……还是……”“或者……或者……”“不是……就是……”“……还是……”“要么……

要么……”。

6.因果关系：句子的前一部分表示原因或结果，后一部分表示结果或原因。常用关联词

语有：“因为……所以……”“既然……就……”“之所以……是因为……”“……因此……”。

7.假设关系：句子前面一部分介绍一种假设情况，后面一部分是假设的情况实现后要产

生的结果。常用关联词语有：“如果……就……”“即使……也……”“哪怕……也……”“要

是……就……”“如果（假使、假如、要是、倘若、要是）……那么（就）……”。

8.条件关系：句子前面提出条件，后面说明在这种条件下会产生的结果。常用关联词语

有：“只要……就……”“只有……才……”“无论……都……”“不管……总……”“除

非……才……”“无论（不论、不管、任凭）……都（也、还）……”。

04 成语误用的类型

1.褒贬不分。

成语当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的，或贬义，或褒义，或中性，在平时运用

过程中，我们应当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和表达意义的需要，选择色彩鲜明的成语，不能混淆

其色彩界限，否则，就会犯感情色彩不当的错误。

例：为了救活这家濒临倒闭的工厂，新上任的厂领导积极开展市场调查，狠抓产品质量

和开发，真可谓处心积虑。（“处心积虑”，意指千方百计地盘算，多用作贬义）。

2.轻重不分。

有些成语词义较重，有些成语词义较轻，这就要求根据特定的语境选用轻重适度的成语，

以避免大词小用或小词大用。

例：全厂涌现出四个“先进集体”，一百多位“先进个人”，可歌可泣的事迹不胜枚举。

（“可歌可泣”是指悲壮的事迹使人非常感动，用在这里明显大词小用。）

3.望文生义。

成语往往是由典故总结引申而来，当我们不知道这些典故或者由来时，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望文生义，直接通过字面意思来解读成语。

如：“有段时间，沪深股市指数波动非常大，有时一天上涨几百点，有时一天下跌几百

点，涨跌幅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句中成语“叹为观止”使用不恰当，犯了望文生义的错

误。“叹为观止”是赞美看到的事物好到极点，而句中是感叹、惊讶的意思。

4.用错对象。

每个成语的使用都有其适用的对象，如果在使用时不分对象，就会张冠李戴，闹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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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会议期间，农科院等单位在会场外摆出了鲜花盆景销售摊。休息时，摊前车水马

龙，产品供不应求。” “车水马龙”是说人车往来不绝或形容繁华的情景，用在这里与人们

争着购买鲜花这个对象不合。有些成语有固定的使用范围，如果不顾成语的使用对象和范围

乱用成语，就很容易造成“牛头不对马嘴”的后果。

5.谦敬错位。

有些成语带有谦虚意味，只能用于自己；有些成语带有敬重意味，只能用于他人。如果

不明白成语的谦敬色彩，运用中就会产生错误。

如：“老李从小就养成了勤学好问的良好习惯。遇到问题，总是不耻下问，及时向同事、

亲朋好友甚至左邻右舍请教。”“不耻下问”指不以向地位比自己低、知识比自己少的人请教

为可耻。而句中说的是老李向同事、亲朋好友甚至左邻右舍请教，不存在地位高低、知识多

少的问题，谦敬色彩不当。

6.自相矛盾。

有些成语从意义上看，似乎符合句意，没有错误，但从逻辑事理的角度推敲则存在问题，

主要表现为前后矛盾。

如：“拖拉机司机急于赶路，不走公路，另辟蹊径，沿着江边小道行驶，不料驾驶失控，

出了车祸。”“另辟蹊径”原意是另外开辟一条路，即比喻另创一种风格或方法。这里如用原

意，与“沿着江边小道”相矛盾。如果不注意成语的意义和整个句子的语义，就极有可能使

成语的意义和句子的语义矛盾。

7.不合语境。

成语有其特定的含义，成语的使用恰当与否，关键是看其是否符合语句表意的需要。如

果与所在的语境不能协调，使用就是不恰当的。

如：“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大人喜欢孩子，孩子也喜欢大人，一家三口，相濡以沫。”

“相濡以沫”用于困难环境中相互救助，而句中所给的环境却洋溢着幸福的气氛，所以“相

濡以沫”用在这里与语境不相吻合。

8.表意重复。

每个成语都有其特定的意思，如果不理解很容易犯语义重复的错误。

如：那感人的场面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印象非常深刻。句中的“记忆犹新”本就是还记

得非常清楚，印象很深刻的意思，与后面的“印象非常深刻”一词在意思上有重复，可将

“印象非常深刻”删去。

05 关联词语误用

1．关联词语错用。

关联词语错用，是指根据句子的意思，本来该用某一个关联词语，却错用了另一个关联

词语，造成了关联词语与所要表达的意思不一致。

2．关联词语搭配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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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词语，一般都是成对搭配使用，不能随意改换，否则就会影响意思的准确表达。

3．关联词语位置不当。

一般情况下，关联词语的位置是固定的，如果摆得不对，就会使句子不通顺，意思不清

楚。

4．关联词语残缺或赘余。

有时，关联词语不必用却滥用，就会使句子显得啰唆生硬，甚至不能准确地表达语意。

06 词语的辨析方法

1．从词的构成上分析

如“周密——严密——精密”，其辨析重点在“周、严、精”三字上，“周”意在全，“严”

意在紧，“精”意在细。

2．从词语意义上辨析

辨析过程中，可根据语意的轻重来判断，如“优良——优秀”，语意前轻后重；也可根

据范围的大小来判断，如“战役——战争”，范围前者小而后者大。又如“教学——教育”，

范围前者小而后者大。

3.从词语感情色彩上辨析

如“鼓励——鼓动”两词，前者是褒义词，后者是贬义词：又如“机智——狡猾”，前

者是褒义词，后者是贬义词。

4.从语体色彩上辨析

一般地说，口语表达比较亲切、和谐，书面语表达则严肃、庄重。如“妈妈——母亲”，

前者是口语表达较亲切，后者是书面语表达比较庄重，又如“惦记——思念”，前者用于口

语，后者用于书面语。

5．从语法功能上辨析

在辨析过程中根据搭配的对象来判断，如“颁布——颁发”两词，“颁布”通常和法律、

法规、条例等词相搭配，而“颁发”侧重于授予、发出，对象通常是证书、奖品等。还可根

据造句的习惯来判断。如“就义——献身”，可以说“英勇就义”，也可以说“英勇献身”，

而“献身革命”就不能说成“就义革命”。

【方法点拨】

易错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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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词语虽然意义相近，但适用对象不同，要注意辨析。如“交流”与“交换”，“交流”

一般是思想、经验等抽象的事物；“交换”可以是意见，也可以是物品。再如“敲诈勒索”

“巧取豪夺”都有“强力抢占财物”的意思，但“敲诈勒索”指依仗势力或用威胁、欺骗手

段，其对象是钱物；“巧取豪夺”指用欺诈的手段取得或凭强力夺取，其对象可以是钱财、

物品，也可以是权力、职位等。

易错点拨：近义词语辨析，考生可以通过分析语义侧重点或借助语境展开：

(1)同中辨异，看语素辨别词语的语义侧重点。比较两个词语的差别，若两个词语本身

存在相同的语素，可以抓住不同语素来区分两个词语。例如“遐想”和“联想”，不同的语

素是“遐”和“联”，这两个语素的不同意思就是两个词语意思的侧重点。

(2)分析语境，进行比对。将语义侧重点与语境隐含的信息进行比对，做出判断。如中

“比肩”和“媲美”，两者的语义侧重点有差异，前者多用于人，也能用于物，而后者多用

于物，结合语境“店铺里的裁缝”，便可得到答案。此外，也可以利用语境反推，快速排除

错误选项。语境中如果不含有某个词语的语义侧重点，便可将其排除。

1．近义词语的适用主体不同

[惨绝人寰/惨无人道]　前者用于物，不能用来形容人；后者常用来形容人。

[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前者用于人，后者用于人或物。

[不一而足/不能自已]　前者用于物，后者用于人。

[声名鹊起/风生水起]　前者指人的名声，后者用于事情的发展。

2．近义词语同用于物，但形容的对象不同

[爱憎分明/泾渭分明]　前者用于形容思想感情的界限，后者用于形容是非的界限。

[不胫而走/不翼而飞]　前者用于形容消息，后者多用于形容消息、言论或东西等。

[独辟蹊径/推陈出新]　前者用于形容风格、方法，后者多用于形容产品的新。

[相激相荡/相辅相庇]　前者多用于形容战争，后者用于形容相互配合的两个事物。

[肆无忌惮/汪洋恣肆]　前者多指人的行事，后者用于形容文笔、言谈等。

 

易错点 2

有些近义词语基本意义相近，但是词义的轻重有所不同。如：违反，用于法则、规程、

政策、纪律，词义较轻；违犯，用于法规等，词义较重。有些近义词语适用范围有大小，词

义有轻重，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选用范围大小合适的成语。如边界、边

境、边疆，范围逐一扩大。

易错点拨：语义轻重问题主要包括小词大用、大词小用、语义过轻、语义过重等。考生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选用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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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积累常见的在语义上存在轻重差异的词。如(前轻后重)：惩罚－制裁，放任－放纵，

批评－批判，特别－尤其，声名鹊起－大名鼎鼎，名列前茅－独占鳌头，称斤掂两－斤斤计

较，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等等。

(2)结合语境，选择恰当的词语。词语的辨析不能只考虑词语本身的意义和特点，一定

要将其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去考虑，比对语义的轻重，然后选择与语境相符合的词语。

成语选用如何避免轻重不当

考生可以采取如下策略：一是准确把握语境描述的轻重程度；二是准确把握成语语意的

轻重程度；三是归类整理常见易错的、轻重有别的成语，并经常温习。

常见的轻重不当的成语有(前轻后重)：

求之不得—梦寐以求　拭目以待—翘首以待　不可或缺—至关重要　耳闻目睹—耳濡

目染　声名鹊起—大名鼎鼎　交口称赞—拍手称快　初露锋芒—脱颖而出　首屈一指—独

占鳌头

易错点 3

词语的色彩主要指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感情色彩分褒、贬、中三种。语体色彩分书面

语和口头语。熟悉词语的不同色彩，便于我们准确使用词语。如鼓舞、鼓动、煽动，分别是

褒义、中性、贬义。再如“跃跃欲试”“蠢蠢欲动”都指准备有所行动，“跃跃欲试”指心里

急切地想试试，是中性词；而“蠢蠢欲动”指敌人准备进行破坏或坏人策划破坏活动，是贬

义词。

易错点拨：有褒义色彩的成语，通常表达肯定、赞扬的情感态度；而含贬义色彩的成语，

则表达否定与批判的情感态度；介于二者之间的则是中性色彩的成语。在使用过程中，必须

辨清褒贬，否则就容易犯褒词贬用或贬词褒用的错误。

积累速记

易褒词贬用的成语有：惨淡经营、侃侃而谈、洋洋大观、盛极一时、目无全牛、不刊之

论等。

易贬词褒用的成语有：推波助澜、沐猴而冠、越俎代庖、瓦釜雷鸣、孤芳自赏、溢美之

词、舞文弄墨、巧言令色、一哄而上、昭然若揭等。

常见的语意重复：涉及到、付诸于、来自于、实属是、并非是、约……左右、过分……

溢美之词、非常悬殊、差距悬殊、您的令爱、再次复发、第一部处女作、独自孑然一身、更

加弥足珍贵、人为地蓄意破坏、被人贻笑大方、各自分道扬镳、破天荒第一次、真知灼见的

意见、正方兴未艾、人民生灵涂炭、看得眼花缭乱、目前的当务之急、共同协商、特殊嗜好、

越来越历久弥新、—天天日臻完善、责无旁贷的责任、还记忆犹新、各种形形色色的、三令

五申地强调、没料到会受到不虞之誉、一览无余地看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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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不合语法的角度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17810701112500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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